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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在中国：意义与承诺　　20世纪是科学技术空前辉煌和科学理性充分发展的世纪。
相对论、量子论、信息论和基因论的形成，标志着科学技术沿着微观和宏观这两个相反的路径，不断
走向极端和本原，走向复杂和综合。
正是基于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和思维科学等的突破性进展，人类创造了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科学
成就和物质财富，为世界文明进步的新飞跃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古代的许多重大发现和发明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封建主义制度的腐朽和外国列强的侵略，近代以后中国曾深深陷入落后和屈辱的境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性地解决了许多重大科学技术
问题，在一些重要领域里迅速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中国不但成功地实现了12亿多人口的温饱无虞，而且人民生活和社会文明水平正在不断提高。
　　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优化经济结构、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地区协
调发展、提高人口素质、彻底消除贫困等一系列重大任务。
完成这些任务，都离不开科学的发展和进步。
这就对中国的科技进步提出了紧迫的要求。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先生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这已成为中
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我们提出并组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使经济增长从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规模扩
张转到更多地依赖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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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大学生素质教育系列教材：走近科学与技术》讲述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古代的许多重大发现和发明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封建主义制度的腐朽和外国列强的侵略，近代以后中国曾深深陷入落后和屈辱的境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性地解决了许多重大科学技术
问题，在一些重要领域里迅速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中国不但成功地实现了12亿多人口的温饱无虞，而且人民生活和社会文明水平正在不断提高。
　　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优化经济结构、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地区协
调发展、提高人口素质、彻底消除贫困等一系列重大任务。
完成这些任务，都离不开科学的发展和进步。
这就对中国的科技进步提出了紧迫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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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化学　　（1）原子分子论17世纪英国化学家波义耳提出了科学的元素说，18世纪法国化学家
拉瓦锡建立了氧化燃烧理论，为化学走上正确的发展轨道奠定了基础。
19世纪初，英国科学家道尔顿系统地提出了原子论，认为元素是由非常微小的不可再分割的原子微粒
组成，原子在一切化学变化中保持自己的独特性质，同一元素的原子，其形状、质量及各种性质都是
相同的；不同元素的原子，其形状、质量不同，各种性质也不同。
不同元素的原子以简单数目的比例相结合，就形成化合物。
原子学说的提出，使元素、原子的概念更加明晰，也使当时的一些化学实验定律得到统一解释。
1811年，意大利物理学家阿伏伽德罗为了解释各种气体实验中的物质反应的体积关系，提出分子假说
。
认为分子是由原子组成的，单质的分子是由相同元素的原子组成，化合物分子则由不同元素的原子组
成。
科学的原子分子论的建立，开创了化学发展的新时代。
　　（2）元素周期律随着化学的发展，新的化学元素不断发现，到19世纪中叶，寻找元素之间的联系
成为化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为此1860年，法国科学家尚古多提出“螺旋图”，1865年，英国化
学家纽兰兹提出：“八音律”，试图按原子量的大小排列顺序，从中提出与之相应的元素性质。
到1871年，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紧紧抓住原子量这个元素的基本特征，从中揭
示出原子量与元素性质之间的关系。
他把元素按原子量大小排列起来，终于发现元素性质呈明显的周期性特征，证明原子量大小决定元素
的特征，原子量与元素性质有函数关系，他还在元素周期表上留下的空位，科学地预言镓、铊、锗元
素的原子量和性质，后均被人们的发现所证实。
元素周期律的发现完成了科学史上的一个勋业，不仅为现代无机化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为化
学与原子物理学联系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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